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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度大幅提升，估值有望上修 
 
建筑行业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建筑业新签订单景气度大幅上行。2 月份，我国 PMI 为 52.6%，

比上月上升 2.5pct；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0.2%，比上月上升

3.8pct；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62.1%，比上月上升 4.7pct；建筑业投

入品价格指数为 55.3%，与上月持平；建筑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52.8%，比上月上升 2.8pct。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53.6%，比上月

上升 0.8pct。2 月份，我国建筑行业景气度明显上行。 

 钢材价格继续上行，水泥价格止跌回升。钢材价格有所上行，以螺

纹钢Φ12-25 含税价为例，2 月 24 日的价格为 4240 元/吨，较 1 月 20

日的价格提高了 102 元/吨。经济复苏，需求改善拉动钢材价格上行。

对于建筑企业，钢材是其主要原材料之一，钢材价格上涨对成本有

一定影响。截至 2 月 28 日，水泥价格指数为 137.62，较 1 月底上升

0.64%。2 月份以来，随着基建项目持续开工及雨雪天气转晴，我国

水泥需求逐步恢复，水泥价格有所回升。2 月下旬，我国浮法平板玻

璃 4.8/5mm 全国市场价为 1756.6 元/吨，较 1 月下旬提高 3.29%。 

 2022 年度业绩预报：路桥、设计咨询、专业工程板块业绩较好。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建筑行业共有 70 家上市公司公布 2022 年

业绩预告，其中化学工程板块的中工国际、专业工程板块的森特股

份、设计咨询板块的建科院、路桥板块的四川路桥、浙江交科、新疆

交建、集成电路板块的亚翔集成、电力板块的永福股份实现业绩增

长；装修装饰板块的金螳螂、亚厦股份、江河集团、华凯创意、瑞和

股份、建艺集团、园林工程板块的农尚环境、设计咨询板块的中衡设

计、冶金板块的中铝国际、岩土板块的城地香江实现扭亏为盈。 

 推荐基建和房建等投资机会。截至 3 月 1 日，建筑指数动态 PE

为 11.06 倍，在过去 10 年的历史分位点为 58.2%，PB 为 0.98 倍，

在过去 10 年的历史分位点为 25.39%，建筑行业估值有望受益于

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构建。八大建筑央企新签订单市场占有率从

2013 年的 24.38%提升至 2022 年的 40.99%，行业集中使龙头受

益。基建是稳增长抓手，房企再融资重启有望改善房建回款，推

荐基建和房建等投资机会。推荐中国铁建（601186.SH）、中国建

筑(601668.SH)、中国中铁(601390.SH)、中国交建(601800.SH)、中

国 电 建 (601669.SH) 、 中 国 能 建 (601868.SH) 、 中 国 中 冶

(601618.SH)、中国化学（601117.SH）等。建议关注华设集团

（603018.SH）、设计总院（603357.SH）、山东路桥（000498.SZ）、

四川路桥(600039.SH)、浙江交科(002061.SZ)等。 

 风险提示：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风险；应收账款回收下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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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筑业景气度上行 

（一）建筑业新签订单景气度大幅回升 

2 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2.6%，比上月上升 2.5pct，高于临界点，制

造业景气水平继续上升。2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6.3%，比上月上升 1.9pct，连续

两个月位于景气区间，非制造业恢复发展态势向好。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0.2%，

比上月上升 3.8pct，2 月份各地工程项目集中开复工，建筑业施工进度加快，建筑业景气水平

升至高位景气区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6%，比上月上升 1.6pct。从行业情况看，道路

运输、航空运输、邮政、住宿、租赁及商务服务等 8 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60.0%以上高位

景气区间。 

2 月份，我国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55.8%，比上月上升 3.3pct，非制造业市场需求继续

回升。分行业看，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62.1%，比上月上升 4.7pct；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 54.7%，

比上月上升 3.1pct。建筑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为 55.3%，与上月持平。建筑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53.6%，比上月上升 0.8pct。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58.6%，比上月上升 5.5pct。建筑业业务活

动预期指数为 65.8%，比上月下降 2.4pct。 

图 1：建筑业景气度回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钢材价格继续上升。近期，钢铁价格继续上行，以螺纹钢Φ12-25 含税价为例，2 月 24 日

的价格为 4240 元/吨，较 1 月 20 日的价格提高了 102 元/吨。经济复苏，需求改善拉动钢材价

格上行。对于建筑企业，钢材是其主要原材料之一，钢材价格上涨对成本有一定影响。 

图 2：近期钢材价格上涨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挖掘机销量同比降幅收窄。2022 年 12 月，主要企业的液压挖掘机合计销售为 26.134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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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同比减少 23.76%，降幅较 10 月收窄。 

图 3：挖掘机销量同比降幅收窄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水泥价格止跌回升，平板玻璃偏稳运行。截至 2 月 28 日，水泥价格指数为 137.62，较 1

月底上升 0.64%。2 月份以来，随着基建项目持续开工及雨雪天气转晴，我国水泥需求逐步恢

复，水泥价格有所回升。2 月下旬，我国浮法平板玻璃 4.8/5mm 全国市场价为 1756.6 元/吨，

较 1 月下旬提高 3.29%。 

图 4：全国水泥价格指数  图 5：平板玻璃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 

（一）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求进 

建筑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关联大。过去 20 年中国建筑业市场获得长足发展，建筑业

总产值从 2007 年的 51043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311980 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 12.83%。2022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21.02 万亿，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6.8%。我国 50%以上

的固定资产投资要通过建筑业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或使用价值，建筑行业是很多行业的基

础，产业关联度较大。 

 

 

 

 

 

-100%

0%

100%

200%

300%

2013-01

2013-08

2014-03

2014-10

2015-05

2015-12

2016-07

2017-02

2017-09

2018-04

2018-11

2019-06

2020-01

2020-08

2021-03

2021-10

2022-05

2022-12

销量:液压挖掘机:主要企业:累计值

60

110

160

210

260

13-01 14-01 15-01 16-01 17-01 18-01 19-01 20-01 21-01 22-01 23-01

水泥价格指数:全国 日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2
0

1
3-12

2
0

1
4-05

2
0

1
4-10

2
0

1
5-03

2
0

1
5-08

2
0

1
6-01

2
0

1
6-06

2
0

1
6-11

2
0

1
7-04

2
0

1
7-09

2
0

1
8-02

2
0

1
8-07

2
0

1
8-12

2
0

1
9-05

2
0

1
9-10

2
0

2
0-03

2
0

2
0-08

2
0

2
1-01

2
0

2
1-06

2
0

2
1-11

2
0

2
2-04

2
0

2
2-09

市场价:浮法平板玻璃:4.8/5mm:全国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免责声明。 
 

4 

[table_page1] 行业月报/建筑行业 

 
图 6：建筑业总产值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度相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求进。2008 年以来，GDP 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关联度下降，如

果看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更能反映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投资产出的效率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是投资对 GDP 的贡献在下降。2009 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2022 年，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72138 亿元，同比增长 5.1%，增速环比降低 0.1pct。2022 年

中国 GDP 同比增长 3%，建筑业 GDP 同比增长 4.8%，增速仅次于信息软件服务业的 8.8%，

而建筑业体量相对较大，所以建筑业对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 

图 7：GDP 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 

2022 年流动性合理充裕。2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22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报告指出，2022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我

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发展质量稳步提

升，就业物价基本平稳，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整体来看，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有效

增长，2022 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21.3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36 万亿元；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

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年末人民币贷款、广义货币（M2）、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同比分别增长 11.1%、11.8%和 9.6%。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年末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23.8%和 36.7%。 

政府债券融资余额同增 12.9%。2023 年 1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50.93 万亿元，同比

增长 9.4%。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1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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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债券余额为 60.6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图 8：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M2 同比增速持续走高。2022 年 12 月末，M1 余额 67.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

同比提高 0.2pct，环比降低 0.9pct。M2 余额 266.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速同比提高

2.8pct，环比降低 0.6pct。2022 年以来，M1 整体趋势先升后降，M2 同比增速维持高位。货币

供应较为充裕。12 月份 M1 和 M2 增速均有所回落。 

图 9：M1 增速  图 10：M2 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美联储年内多次加息以控制通胀。美联储 3 月和 5 月议息会议分别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 25 个和 50 个基点，两次上调后升至 0.75%~1%。9 月 21 日，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00%至 3.25%之间。国外多数经济体陆续加息。我国货币供

给较为充裕，美联储密集加息，人民币贬值。美联储 2 月 1 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上调 25 个基点到 4.5%至 4.7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去年 3 月以来连续第八次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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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美联储加息点阵图 

 
资料来源：美联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三、 推荐基建和房建产业链 

（一）2022 年度业绩预报：路桥、设计咨询、专业工程板块业绩

表现较好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建筑行业共有 70 家上市公司公布 2022 年业绩预告，其中化学

工程板块的中工国际、专业工程板块的森特股份、房屋设计咨询板块的建科院、路桥基建板块

的四川路桥、浙江交科、新疆交建、集成电路专业工程板块的亚翔集成、电力专业工程板块的

永福股份实现业绩增长；装修装饰板块的金螳螂、亚厦股份、江河集团、华凯创意、瑞和股份、

建艺集团、园林工程板块的农尚环境、房屋设计咨询板块的中衡设计、冶金专业工程板块的中

铝国际、岩土专业工程板块的城地香江实现扭亏为盈；其他公司均表现为盈利下降甚至亏损。 

表 1：建筑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情况 

所属板块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预告日期 预警 

类型 

预告净利润下限 

（万元） 

预告净利润上限 

（万元） 

预告净利润同比

增长下限（%） 

预告净利润同比

增长上限（%） 

装修装饰 

002081.SZ 金螳螂 2023/1/31 扭亏 105,000.0 135,000.0 121.2 127.3 

002375.SZ 亚厦股份 2023/1/31 扭亏 16,000.0 23,000.0 118.0 125.9 

601886.SH 江河集团 2023/1/20 扭亏 45,000.0 53,000.0 144.7 152.6 

002822.SZ 中装建设 2023/1/31 预减 1,300.0 1,800.0 -87.8 -83.1 

002047.SZ 宝鹰股份 2023/1/31 续亏 -210,000.0 -140,000.0 -27.1 15.3 

300506.SZ 名家汇 2023/1/30 续亏 -44,000.0 -34,000.0 16.5 35.5 

603466.SH 风语筑 2023/1/30 预减 5,600.0 8,000.0 -87.2 -81.8 

300592.SZ 华凯创意 2023/1/13 扭亏 20,970.0 23,970.0 339.9 374.2 

002325.SZ 洪涛股份 2023/1/31 续亏 -66,000.0 -58,300.0 -200.0 -165.0 

002620.SZ 瑞和股份 2023/1/30 扭亏 450.0 650.0 100.2 100.4 

603030.SH 全筑股份 2023/1/31 续亏 -150,000.0 -105,000.0 -16.0 18.8 

002482.SZ 广田集团 2023/1/20 续亏 -450,000.0 -300,000.0 19.5 46.3 

603828.SH 柯利达 2023/1/31 续亏 -31,500.0 -21,000.0 15.4 43.6 

002963.SZ 豪尔赛 2023/1/20 首亏 -16,384.8 -15,224.4 -1,332.9 -1,245.6 

002713.SZ 东易日盛 2023/1/31 首亏 -80,000.0 -65,000.0 -1,131.7 -938.2 

605178.SH 时空科技 2023/1/31 续亏 -22,000.0 -20,000.0 -1,142.0 -1,029.1 

002789.SZ 建艺集团 2023/1/31 扭亏 1,000.0 1,500.0 101.1 101.6 

300621.SZ 维业股份 2023/1/31 预减 450.0 750.0 -87.8 -79.6 

002504.SZ ST 弘高 2023/1/31 续亏 -45,000.0 -35,000.0 -21.4 5.6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免责声明。 
 

7 

[table_page1] 行业月报/建筑行业 

 
002781.SZ 奇信股份 2023/1/31 续亏 -3,500.0 -2,000.0 98.0 98.9 

002856.SZ 美芝股份 2023/1/31 续亏 -19,500.0 -13,000.0 -21.0 19.3 

002811.SZ 郑中设计 2023/1/20 首亏 -23,000.0 -15,500.0 -1,402.4 -977.7 

605289.SH 罗曼股份 2023/1/31 首亏 -1,300.0 -300.0 -111.1 -102.6 

园林工程 

002310.SZ 东方园林 2023/1/31 续亏 -580,000.0 -460,000.0 -400.7 -297.1 

300197.SZ 节能铁汉 2023/1/31 续亏 -86,000.0 -78,000.0 -143.0 -120.4 

300536.SZ 农尚环境 2023/1/31 扭亏 405.0 600.0 1,003.6 1,438.7 

002431.SZ 棕榈股份 2023/1/31 续亏 -60,000.0 -40,000.0 20.4 47.0 

002717.SZ 岭南股份 2023/1/30 首亏 -180,000.0 -140,000.0 -3,930.6 -3,079.4 

300237.SZ 美晨生态 2023/1/30 续亏 -140,000.0 -100,000.0 -281.3 -172.4 

603359.SH 东珠生态 2023/1/31 预减 4,000.0 5,500.0 -91.7 -88.6 

002663.SZ 普邦股份 2023/1/31 续亏 -36,000.0 -24,000.0 43.4 62.2 

000010.SZ 美丽生态 2023/1/30 首亏 -37,000.0 -25,000.0 -1,677.2 -1,165.7 

603717.SH 天域生态 2023/1/31 续亏 -26,000.0 -21,000.0 -21.1 2.2 

002775.SZ 文科园林 2023/1/31 续亏 -37,000.0 -25,000.0 77.7 85.0 

603778.SH 乾景园林 2023/1/31 续亏 -16,563.0 -11,263.0 17.8 44.1 

603388.SH 元成股份 2023/1/31 首亏 -5,900.0 -4,800.0 -220.5 -198.1 

300649.SZ 杭州园林 2023/1/30 预减 800.0 1,200.0 -75.5 -63.3 

603316.SH 诚邦股份 2023/1/31 首亏 -6,000.0 -5,000.0 -373.6 -328.0 

603955.SH 大千生态 2023/1/31 预减 1,000.0 1,200.0 -82.9 -79.5 

605303.SH 园林股份 2023/1/31 首亏 -32,000.0 -23,000.0 -618.3 -472.5 

化学工程 

002051.SZ 中工国际 2023/1/14 略增 32,000.0 35,000.0 13.3 23.9 

000151.SZ 中成股份 2023/1/31 首亏 -58,000.0 -39,000.0 -7,377.3 -4,993.4 

钢结构 603098.SH 森特股份 2023/1/31 预增 4,950.0 7,400.0 50.9 125.5 

房建 

600170.SH 上海建工 2023/1/21 预减 130,000.0 150,000.0 -65.5 -60.2 

300500.SZ 启迪设计 2023/1/20 预减 4,300.0 5,600.0 -68.6 -59.1 

300983.SZ 尤安设计 2023/1/31 预减 1,800.0 2,300.0 -94.1 -92.4 

设计咨询 

603017.SH 中衡设计 2023/1/31 扭亏 6,000.0 9,000.0 114.3 121.5 

300746.SZ 汉嘉设计 2023/1/20 预减 1,300.0 1,950.0 -87.0 -80.5 

300675.SZ 建科院 2023/1/31 预增 6,300.0 7,500.0 41.6 68.5 

301027.SZ 华蓝集团 2023/1/19 预减 5,050.0 6,300.0 -60.4 -50.6 

300949.SZ 奥雅设计 2023/1/18 首亏 -5,200.0 -3,700.0 -168.9 -149.1 

300844.SZ 山水比德 2023/1/21 首亏 -15,000.0 -13,000.0 -373.4 -337.0 

301024.SZ 霍普股份 2023/1/30 首亏 -17,800.0 -15,800.0 -479.6 -437.0 

301038.SZ 深水规院 2023/1/31 首亏 -3,800.0 -2,700.0 -135.8 -125.4 

300977.SZ 深圳瑞捷 2023/1/30 预减 1,200.0 1,800.0 -89.9 -84.9 

300635.SZ 中达安 2023/1/31 首亏 -25,200.0 -17,000.0 -854.0 -608.7 

300826.SZ 测绘股份 2023/1/19 略减 6,900.0 7,500.0 -15.8 -8.4 

300989.SZ 蕾奥规划 2023/1/31 预减 2,500.0 3,500.0 -75.7 -66.0 

路桥基建 

600039.SH 四川路桥 2023/1/31 预增 1,120,862.1 1,120,862.1 67.3 67.3 

600512.SH 腾达建设 2023/1/30 预减 2,000.0 3,000.0 -97.6 -96.3 

002061.SZ 浙江交科 2023/1/20 预增 147,800.0 190,800.0 52.6 97.0 

002941.SZ 新疆交建 2023/1/20 预增 26,730.0 39,600.0 5.7 56.7 

002628.SZ 成都路桥 2023/1/31 预减 825.0 1,210.0 -89.6 -84.7 

603843.SH 正平股份 2023/1/31 首亏 -20,000.0 -15,000.0 -279.5 -234.6 

专业工程 

601068.SH 中铝国际 2023/1/20 扭亏 9,500.0 14,000.0 110.0 114.7 

002542.SZ 中化岩土 2023/1/31 续亏 -78,800.0 -61,500.0 -150.0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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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01.SZ 中岩大地 2023/1/31 首亏 -12,750.0 -8,500.0 -214.3 -176.2 

603887.SH 城地香江 2023/1/31 扭亏 180.0 270.0 100.3 100.4 

603929.SH 亚翔集成 2023/1/31 预增 13,720.0 15,720.0 450.2 530.4 

300712.SZ 永福股份 2023/1/31 预增 7,600.0 9,000.0 86.4 120.8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建筑行业集中度提升 

建筑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2013 年以来，建筑行业龙头优势越来越明显，市场占有率逐

步提高，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八大建筑央企新签订单市场占有率从 2013 年的 24.38%提升至

2022 年的 40.99%。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及资金成本提升，行业竞争越发激烈，龙头企

业在资质、品牌、资金等方面竞争优势明显，行业集中度或将进一步提升。此外，部分地方国

企新签订单增长较快。 

表 2：部分建筑企业 2022 年累计新签订单（亿元）及增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2年 3月 2022年 6月 2022年 9月 2022年 10月 2022年 12月 2023年 1月 

601668.SH 中国建筑 
8966 18385 24543 27227 35015 3171 

7.70% 10.8% 14% 17% 12.7% 12.3% 

601390.SH 中国中铁 
6057.4 12119.4 19830.8  30323.9  

84.00% 17.2% 35.2%  11.1%  

601186.SH 中国铁建 
4659.38 13312.46 18436.69  32450.01  

1.53% 26.24% 17.71%  15.09%  

601800.SH 中国交建 
4105.88 6851.31 10321  15422.56  

4.90% 17.04% 2.53%  21.64  

601669.SH 中国电建 
2475.79 5771.43 7730.28 8761.4 10091.86 897.89 

7.04% 50.98% 48.9% 55.49% 29.34% 37.09% 

601868.SH 中国能建 
2440.7 5327.64 6946.42  10490.9  

0.08% 10.24% 17.26%  20.2%  

601618.SH 中国中冶 
3191.1 6068.7 9352.7 10494.43 13455.7 1054.2 

13.70% 6.5% 6.6% 8.8% 11.7% -4.3% 

601117.SH 中国化学 
1039.14 1624.5 2355.11 2498.35 2969.23 331.40 

90.05% 23.2% 36.66% 18.29% 10.07% -35.22%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中国建筑计算建筑新签合同) 

 

图 12：八大建筑央企新签合同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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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三）投资建议 

建筑行业估值处于中低位水平。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建筑指数动态 PE 为 11.06 倍，在

过去 10 年的历史分位点为 58.2%。PB 为 0.98 倍，在过去 10 年的历史分位点为 25.39%。市销

率为 0.23 倍，在过去 10 年的历史分位点为 26.27%。股息率为 2.06%，在过去 10 年的历史分

位点为 64.06%。建筑行业估值处理历史中低位水平，股息率处于高位。 

基建投资增速有望持续反弹。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

投资，近期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会议指出，要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

重点，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

划建设，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发展分布式智能电网，建设一批新型绿色低碳能源基地，

加快完善油气管网。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重点水源、灌区、蓄滞洪区建设

和现代化改造。1-12 月，我国广义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11.52%。展望 2023 年，出口面临一定压

力，消费复苏静待发力，预计全年广义基建投资增速约为 5.23%。 

专项债发行提速，基建资金来源有保障，房企再融资重启，推荐基建和房建产业链投资机

会。去年下半年密集发行的专项债以及今年提前下发的专项债额度，基建投资资金来源有保障，

基建对经济托底作用有望逐步显现。上市房企再融资时隔 12 年重启，有望改善房建回款。建

筑行业的集中度在提升，龙头企业在资质、品牌、资金等方面竞争优势明显，集中度或将进一

步提升。推荐基建和房建施工央企中国铁建（601186.SH）、中国建筑(601668.SH)、中国中铁

(601390.SH)、中国交建(601800.SH)、中国能建(601868.SH)、中国中冶(601618.SH)、中国电建

(601669.SH)等。此外，建议关注四川路桥（600039.SH）、山东路桥（000498.SZ）、安徽建工

（600502.SH）、华设集团(603018.SH)、浙江交科(002061.SZ)、设计总院（603357.SH）、鸿路钢

构(002541.SZ)等。 

 

风险提示：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风险；应收账款回收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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